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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　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是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文章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，从

批判性思维、人际交往能力、自我管理素质三方面分析创新创业中语言的重要作用，从理论上强调双创教

育中应注重语言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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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党的十七大提出 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、建设

创新型国家”发展战略以来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

发展迅速。各高 校 积 极 推 进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体 系 建

设，广泛开展创新创业实践项目。本文通过对语言

与思维、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分析，提出创新创业人

才所需要的以批判性思维为基础的各种素质应以语

言为载体，以期对双创教育中 “教什么”“怎么教”

等难题提供理论和现实启发。

一、语言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

创新创业首先要有创意，创意就要有批判性思

维。语言相对论认为人类语言影响人的思维，不同

的语言结构和意义影响语言使用者的 思 维 方 式。［１］

因此要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，需要大学生对所

接受的教育的各方面语言有鉴别力，同时要形成自

己的语言逻辑思维。它包含两方面内容：其一，在

旧的话语体系中产生批判性思维；其二，在批判性

思维作用下产生新的知识话语。

（一）批判性思维之产生

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及进入大学之后所接受

的来自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的各方面知识大多是以语

言呈现。这意味着学生在思考时有旧的知识话语的

深厚基础，旧的知识话语对学生的思考形成了坚厚

的壁垒。学生每进行新的思考，都要在原有知识话

语上重新构建，创新创业就既依赖旧知识话语体系

又寻求突破。因此，批评性思维的培养首先要熟悉

旧有话语体系。只有充分掌握旧有知识话语，才能

充分分析旧有知识话语的适用范围、适用条件、缺

陷不足，是否有来源，能否被接受等。也就是只有

充分理 解、消 化 前 人 的 东 西，才 能 更 有 批 判 性 思

维，才能更有创新。

索绪尔 （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）认为，新话语是 “语言袍

子本身剪下来布料裁剪的补丁”［２］，意即 新 语 言 的

产生是对旧语言结构的重新排列组合。大学生把充

分掌握的旧有知识话语进行裁剪加工，批判性思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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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能从知识话 语 的 不 断 重 组 中 不 断 迸 发、不 断 锻

炼。高校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，要突破思维定

势即突破原有知识话语体系，就要培养学生对旧有

知识话语进行裁剪的能力，根据情 况 选 择、分 析、

加工旧有知识话语。

旧有知识话语必须完备，才 能 有 深 厚 的 基 础，

才能有足够的语言布料进行裁剪，才能内化为多种

思考以形成批判性思维。高校人才培养经常强调培

养学生科学思维、发散性思维、抽象思维、横向思

维和逻辑思维等，这些思维方式对西方近几百年来

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高速发展起到重大作用，值

得提倡。但是批判性思维的产生离不开各种思维方

式，将中西语言文化对比可以发现，西方注重认知

性、分析性、对 象 性、逻 辑 性、实 证 性、精 确 性、

求异性、前瞻性、外向性和演绎性，东方则注重伦

理性、整 体 性、意 向 性、直 觉 性、意 象 性、模 糊

性、求同性、后馈性、内 向 性 和 归 纳 性 思 维。［３］逻

辑思维固然能促进分析，但也需要直觉思维进行领

悟归纳；科学思维固然能找到规律改造自然，但也

需要伦理艺术思维使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，各种思

维相互补充。

（二）批判性思维之表述

批判性思维强调人的反思性思考，能对问题进

行解释、分析、评 估、推 论、说 明、自 我 调 整。［４］

可见，在批评性思维技能中， “说明”是链接分析

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。对旧有知识话语进行

分析评估，对问题进行推论，都离不开将思考或结

果进行陈述，这样论证才能得到质疑或证实，再在

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调整，即批判性思维必须

说明表述才能给自我和他人判断的机会。

用语言表述批判性思维，语言应清晰、条理清

楚、有逻辑、有 重 点，给 人 以 前 景 性 的 理 性 和 喜

悦。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甚至在大脑中不断完善分

析推论，批判性 思 维 借 助 语 言 将 思 维 组 织 得 更 缜

密。如，词汇选择上如何选取最准确的词，句子连

接上如何分布信息、抓住详略，语篇结构组织上如

何运用时间顺序、因果顺序、总分或分总顺序、提

问解答等方式。只有掌握运用这些语言结构 特 点，

批判性思维才能更具深度的表述且不断发展，衍生

新的知识话语体系。

事物都有两面性。批判性思维对旧有知识话语

体系的突破，需要做一分为二或去粗取精、去伪存

真地分析，它 自 身 同 样 要 注 意 真、伪 两 方 面。因

此，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，也要注意批判性思

维表述自身的 逻 辑 条 件 范 围。只 有 表 述 上 逻 辑 充

分、考虑 到 两 面 或 多 面，批 判 性 思 维 才 能 自 我 校

正、完善。

二、语言教育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

人际交往能力是社会人的一项必要技能。高校

人才培养，尤其创新创业教育对学生的人际交往能

力提出了更多要求。韩礼德 （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）认为语言

元功能包括概念功能、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，不同

的语境，其意义实现依靠这三大功能对语言进行组

织，从而影响语言的表达。［５］人际 交 往 很 多 时 候 依

赖语言进行沟通协调，必然因语境不同而需要不同

的语言。在大学 生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尤 其 是 创 业 教 育

中，人际交往能 力 要 求 用 语 言 建 立 和 谐 的 人 际 关

系，其内容更丰富，包括与团队成员的关系和团队

拓展市场两大方面。

（一）语言与创新创业团队

以批判性思维产生创意，但实现创新创业还需

要发起行为，整合各种资源创造价值。这在很多时

候需要团队完成。团队意味着配合，大学生如何自

我表现，如何让他人欣赏并建立友谊，语言都在为

合作建立基础。在团队组建之前的各种筹备中，对

于口头语，他们尤其要注意语音语调、甚至表情动

作等副语言，根据不同语境选择合适话语，很多时

候话语要表现出自己的特点，有底 气，富 有 魅 力、

感染力；对于 书 面 语，逻 辑 要 更 清 晰，详 略 更 得

当，针对对象传达完成文书中既定的目标。这都要

求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等语言形式因不同语境的人际

意义而调整，如，用语气、情态、评价等［６］调整人

际距离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。

组建创业团队之后，团队中的成员需要真诚交

往，为了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。管理者有管理者的

语言，成员也有成员的话语，因为不同社会群体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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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的语言变体［７］，尽管创业团队初期可能人员较

少，但大学生作为创业团队的管理者，他们的语言

要有执行力，既有强制性又要尊重他人，表现在语

言需要有亲和力和凝聚力，将领导能力融合在良好

的沟通技巧中。大学生作为创业团队的合作 成 员，

他们的语言要体现信任，积极与各成员和管理者互

动。由于团队成员性格能力互补，知己知彼，他的

语言要考虑他人的长处短处，同时要让自己的优势

劣势与团队相适应。尤其在团队面临重组时，不称

职的要果断换掉，新人要快速融入团体，这都需要

恰当的语言为协调人际关系添砖加瓦。

（二）语言与创新创业市场

尽管创业团队中有不同的语言变体，但相对于

外部来讲，它的所有成员仍归属于一种社会 群 体，

即一种语言变体。一旦创业团队面对市场，他面对

的就是 不 同 的 话 语 体 系。如，创 业 团 队 需 要 融 资

时，与风险或天使投资人对话；展开业务时需要与

客户对话；业务需要与其他企业联系时，与不同类

型企业对话；团队不了解政策、遇到政策上的问题

时，还需要与政府对话，等等。语言的对话性是普

遍存在的，即他性与差异普遍 存 在。［８］创 业 团 队 所

面向的市场是 一 个 五 光 十 色、刀 光 剑 影 的 真 正 战

场，语言行为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，因此语言的概

念意义和人际意义要做到真与美、理智与情感的和

谐［９］，才能进行良好对话。

同时，创业团队面对市场时，是以团队一种话

语与他者对话：团队通过语言树立起自己的特征和

文化。知人知言，团队中的每个成员待人接物、与

人沟通时都以团队来 “认同”。因此，团队通 过 语

言与他者结盟、构建自身身份、表达 态 度 和 价 值，

也是与语言权势相作用的结果。［１０］创业团队在对话

中掌握或让他者掌握话语权，语言 的 参 与、协 商、

评价系统［１１］都 要 合 理 调 节 以 表 达 自 己 团 队，语 言

不能一味谦卑也不能盲目自大，不能总是顾全他者

也不能一直自己当先。

无论在团队内还是团队外，大学生创新创业将

面临多种语境。语境不同，人际关系中他们扮演角

色不同、对话对象不同，需要选择不同的词汇语法

资源和语言变体。从国家战略来讲，国家在高校开

展公民教育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，大学生公民素质

的培养可以充分以大学生创新创业为契机，让学生

从语言锻炼开始，融入不同语言变体，融入各种话

语体系，融入大众，融入社会，逐步成长为合格公

民。而学校或教育机构通过对学生创新创业进行引

导，发现学生语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以批评或积

极的话语分析，采取适当的语言策略或语言 教 育，

也能进一步培养学生包含人际交往能力在内的公民

素质。

三、语言教育与自我管理素质的培养

创新创业是一项充满激情与梦想但也面临艰难

与挑战的系统工程。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生态

系统除了高校与企业以及社会联系中的专业、实践

课程，还应包含 “存异容错”“容许失败”等失败、

安抚教育。［１２］即创新创业具有生态性，遵循自然社

会生态规律，个人情感也要接受种种变化以 成 长。

这就需要重视对创新创业人才的个人软实力尤其是

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。雅柯布逊 （Ｊａｋｏｂｓｏｎ）认为

语言具有感 情 功 能［１３］，创 新 创 业 过 程 中 来 自 各 方

面的话语传递了各种感情，需要创客通过语言调整

感情、有效地管理自己。

（一）语言与创新创业逆境

创业是艰辛的。在创业走入困境时，甚至会遭

遇亲人的不解或阻挠，这时进入创客生活中的很多

语言带有压抑、讥讽、劝说、拒绝等消极感情。很

多大学生不具有独立经济能力，想要坚持自己的梦

想，很多时候需要亲人的帮助。面对至亲至爱要培

养抗压能力，在语言上就要培养带有积极正能量的

感情。如，不要争辩，如果针锋相对与消极的语言

对抗，不能理解互相的思想，会使关 系 更 加 僵 化；

找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鼓励、阅读励志书籍，这些

带有正能量的语言会传递信心和阳光。

若要真正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创客自身带有希望

的语言才是 最 能 给 自 己 和 他 人 摆 脱 困 境 的 重 要 手

段。尤其这些语言不是空洞的，而是要在实践中付

出、所领会出的真正知道自己创新创业前景与价值

的语言。语言始 终 与 现 实 相 作 用［１４］，只 有 自 己 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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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去做，现实才会改变，语言才会更积极，而这些

语言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现实。

（二）语言与创新创业顺境

创业是持久战，有时最艰难最灰暗的时候咬牙

挺过来了，反而在创业渐入佳境、甚至企业已经运

作后遭遇失败。其中原因固然有对产品、市场或资

源配置等多方面分析不当，也有对来自各方面的语

言处理不当。各种信息、计划、意见等在与团队进

行交流时未能得到正确的把握。古语常云 “生于忧

患，死于安乐”，创业有喜悦，亲人朋友发出微笑、

赞赏等各种支 持 语 言，这 时 创 客 要 敏 锐 地 发 现 问

题、听到批评建议。团队内部在团队扩大、企业做

强以后，也会有要求分家分股份、排座次论荣辱等

声音，这时团队成员之间要和谐沟通，要听到合理

要求也要看到一条心继续努力的决心。

面对这些不同语言时，大学生要学会倾听，以

提高自我管理能力，清醒地认识市场现实、客户现

实、团队现实、个人现实等，在创业顺境中克制自

己，用生活实际的语言去应对现实。由于社会阅历

较少，大学生在创业之前接触的多是学生这一种话

语体系，创业后，面对看似风平浪静的多种话语体

系，尤其要培养洞察力，这也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

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。

语言与现实、思维互动。［１５］大学生在创新创业

中接触各种现实，与各种话语体系对话，需要提高

批判性思维能力、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管理 素 质。

这三者相辅相成，有了批判性的思维和语言，个人

自我管理素质将会提升，也有助于更好地进行人际

交往。语言在提升批判性思维、改善个体自身、个

体与他者人际关系的同时又能在改变的现实和思维

中不断发展。

四、结语

双创教育中的语言教育并不是要特别去教导学

生怎么说话，而是期待对创新创业教育有所 启 发：

不同课程体系如何融合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，如

何在实践中培养学生与多种话语体系交流的能力，

如何在学生双创生态文化中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的

氛围，需要在双创教育的各个环节中，将创新创业

作为一种意识、一种能力融入语言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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